
最新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模板6篇)
每个人都曾试图在平淡的学习、工作和生活中写一篇文章。
写作是培养人的观察、联想、想象、思维和记忆的重要手段。
范文怎么写才能发挥它最大的作用呢？接下来小编就给大家
介绍一下优秀的范文该怎么写，我们一起来看一看吧。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一

《月光曲》既是一首优美的钢琴曲，也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
的小学语文课文。选编这篇课文的目的是了解贝多芬创作
《月光曲》的经过，并分辨课文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
是由事物引起的联想，体会两者结合的作用。根据教材设计
意图，我在教学中，以课文的课后题“贝多芬为什么要弹琴
给兄妹俩听？为什么弹奏了一曲又一曲？”为中心问题，引
导学生进行自主学习。

让学生从感受《月光曲》清幽，汹涌澎湃的意境，并分辨课
文中哪些是实在的事物，哪些是由事物引起的联想，体会两
者结合的作用。而这正是课文教学的难点。我在教学中利用
课件让学生在聆听《月光曲》的同时，让学生能从视觉、听
觉上感受到《月光曲》的魅力，让他们在脑海中形成画面，
并用一个词来表述自己想象到的景象，让他们加深对课文的
理解。就这样，通过指导朗读理解了乐曲的发展层次，又弄
清了贝多芬感情波澜的推进，完成了学习语文与欣赏艺术的
完美结合。

此外，带文环节我带了贝多芬的另一首名曲《致爱丽斯》的
创作过程，也是为了一个即将死去的穷苦人而作，在这个穷
人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用他的音乐满足了他的心愿，看
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景，带着幸福和喜悦满足地离开了这个
世界。贝多芬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这样一个用音乐给人带来幸福的人，他一生的音乐辉煌也基



于此。

因此，我更要让孩子通过《月光曲》的创作过程来体味贝多
芬伟大的人格魅力。在设计课的时候，我更注重孩子的情感
体验，把《月光曲》的创作过程作为了重点，而《月光曲》
所表现的画面是贝多芬感情变化的体现和释放，当孩子真正
理解了创作过程，真正跟我一样走进贝多芬的内心的时候，
我想画面所体现的情感就不难理解了。

一节课下来，还是感觉有很多不足的地方：

首先，在了解贝多芬为什么弹琴给兄妹俩弹琴的教学中，朗
读指导不到位，铺垫做的不够。

其次是在学习第九自然段，并学习本节课表达方法的时候出
示的太突然，应该在师生合作读、删减词对比读以后，问一
问学生：“读后你有什么发现？”然后让学生自主发现联想
与想象的运用。这样学生接受起来更容易一些。

再次就是时间分配上，带文环节稍稍短了一些。注意时间合
理的分配。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二

《月光曲》虽然这是一篇几十年的老课文了，但每次讲到这
一课，我都有新的体验。这次，我打破了常规的顺序，先从
课文的重点部分——第9段开始：

在准备这节课时，我把《月光奏鸣曲》反复听了多遍，先让
自己感受《月光曲》的清幽，和那汹涌澎湃的意境。带着这
份美好的感受走向课堂。课堂上，配上美丽的图片让学生倾
听这支曲子，想象由乐曲联想到的画面。学生谈到了浩瀚的
大海，汹涌的海浪，翻飞的海鸥……学生从听觉上感受到了
《月光曲》的魅力，我直接过渡到课文第9段，让学生轻声自



由去读，“这次，你脑海中又看到了什么画面”，让他们在
脑海中形成画面与之前所想象的画面相对比，让他们加深对
课文的理解。

在学生对曲子有了深刻的理解和感悟之后，我让学生多种形
式去朗读这部分课文，边读边想象画面，把自己的内心感受
在美读中表达出来。配上这支优美的《月光曲》，学生在身
临其境中听音乐、读美文，充分感受到了感受文本的文字美、
音韵美、意境美。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三

《月光曲》是一篇传统经典课文，讲述了贝多芬谱写月光曲
的传说。文中没有描写“月光曲”优美旋律的文字，但我们
分明会感受到月光曲变化的旋律、曲调、节奏，它主要是通
过皮鞋匠的联想来表现的，在文中是第9自然段，也是课文写
得最美的一段话。本节课的教学重点是了解贝多芬怎样创作出
《月光曲》的，以及在创作过程中思想感情的变化，难点是
贝多芬感情变化的原因。这重点、难点对学生来说确实有难
度，要突破它，靠分析和讲解都会显得空洞，必须让学生反
复地读，自己感悟出来。

上午的语文课上，学生通过读书，把皮鞋匠的联想想象成了
三幅画，即：月亮升起，洒满银光;月亮升高，穿过微云;月
光照耀，风起云涌。海面由平静到波涛汹涌，从而体会到乐
曲由舒缓流畅到高亢激昂的变化。但是对“乐曲的变化正是
来自音乐家情感的变化以及情感变化的原因”这个问题似乎
没有感觉。我有点着急。

课后，我进行了深刻反思，认识到给学生安排的读书时间还
不充分，老师的引导还不到位，要想真正让学生自己感悟出
来，应该引导学生着眼于全文来读，而不是仅仅局限在第9自
然段。



下午的语文课，我把这个问题专题来研究，我安排了充分的
时间让学生去反复地读，分层读、表演读、齐读等多种形式，
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读完以后，把自己的想
法和小组同学交流、和全班交流。在交流中，学生互相启发，
提高了认识。这一“读”一“说”，使学生的情、作者的情、
教师的情不断地产生碰撞，产生灵感，从而很好地体会到了
在创作过程中贝多芬思想感情的变化以及贝多芬感情变化的
原因(即：贝多芬在幽静的小路上散步，心情轻松悠闲，此时
心情是“平静”的;当听到茅屋里穷兄妹俩的对话，有感于兄
妹来的善良、纯洁、善解人意、互相体贴，更出于盲姑娘对
音乐的奢望，此时贝多芬平静的心情变成得非常感动，走进
去为盲姑娘弹了一首曲子;当一曲弹完，贝多芬看到了一个爱
音乐而且懂音乐的盲姑娘，他认为他找到了知音，感情变得
更加激动，创作激情顿时而生------)

只是，老师情感的融入还不是非常到位，问题设计还应该更
加精炼，课堂上仍有点着急，缺乏等待意识。要改!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四

《月光曲》既是一首优美的钢琴曲，也是一篇富有传奇色彩
的小学语文课文。教学中，我以贝多芬和盲姑娘的两次对话
为突破口，引导学生感受了贝多芬的内心世界。这两次对话
在课文的资料上，正是贝多芬为盲姑娘弹了一曲又弹一曲的
关键处，把这两个片段读好，就能感受贝多芬丰富的内心世
界。

让学生从感官上感受《月光曲》清幽，汹涌澎湃的意境，而
这正是课文教学的难点。我在教学在利用课件让学生在聆听
《月光曲》的同时，观看课文中所相对应的动画，让学生能
从视觉、听觉上感受到《月光曲》的魅力，让他们在脑海中
构成画面与之前所见的画面相比较，让他们加深对课文的理
解。然后，让学生划出描述兄妹俩在聆听《月光曲》时所幻
想出来的画面的句子，再比较一下自己在课件中所看到的画



面是否一致，再划出表示“想象”的词语：好像，仿佛。就
这样，透过指导阅读把人物的“感情线”和音乐的“乐曲
线”有机地交织起来，巧妙地化难为易，变无形为有形，使
学生既理解了乐曲的发展层次，又弄清了贝多芬感情波澜的
推进，完成了学习语文与欣赏艺术的完美结合。

《月光曲》这一首曲所展现出来的优美、和谐的旋律是十分
动听的。因此，在教学中，我让学生多次听这首曲子，让他
们从感官中理解这首曲子。第二次“三步分解”乐曲让他们
在听的过程中感受到明月从海天相接的地方升起来的奇丽景
象，可划分成三个画面，还要让学生想象，画出来，再一次
感受乐曲旋律与人物感情变化：

第一幅：月亮刚从“水天相接”处升起，海面上“洒遍银
光”；

第二幅：月亮越升越高，天空出现了“一缕一缕轻纱似的微
云”；

第三幅：“忽然，海面上刮起了大风，卷起了巨浪。”

在充分理解之后，还让学生根据所画的画，读出相应的旋律
变化，以加深学生的理解。而且，在教学当中，我充分利用
声音抑扬顿挫的范读，让学生感染到自己情感，从而融入自
己的激情当中，创设出良好的教学环境。而学生也能在我的
指引下，逐渐地理解《月光曲》，并有了自己的观点及感受，
再利用朗读来充分表达出来，让学生的.情感得以充分的发泄，
以到达情感上的升华。

此外，课前我还从网上看了贝多芬的另一首名曲《致爱丽斯》
的创作过程，也是为了一个即将死去的穷苦人而作，在这个
穷人即将离开人世的时候，他用他的音乐满足了他的心愿，
看到了他梦寐以求的美景，带着幸福和喜悦满足地离开了这
个世界。贝多芬就是这样一个感性的人，这样一个善良的人，



这样一个用音乐给人带来幸福的人，他一生的音乐辉煌也基
于此。

因此，我更要让孩子透过《月光曲》的创作过程来体味贝多
芬伟大的人格魅力。在设计课的时候，我更注重孩子的情感
体验，把《月光曲》的创作过程作为了重点，而《月光曲》
所表现的画面是贝多芬感情变化的体现和释放，当孩子真正
理解了创作过程，真正跟我一样走进贝多芬的内心的时候，
我想画面所体现的情感就不难理解了。

透过这样的教学，学生们从各种感官中都得到相应的理解，
加深了对课文的理解，有力地促进学生思维及想象力的发展。
调动学生主动学习的热情，激发学生强烈的求知欲，改变学
生等待老师传授知识的状况，消除学生学习上的依靠心理，
促使学生主动探索，将是我今后教学的主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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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五

在这个教学过程中，师生角色的变换，学生学习方式的转变。
老师不再是“教”，而是“导”，学生不再是一味地“听”，



而是自主地“学”，学生成了课堂的主人。学生通过自读、
自悟，理解了语言文字；通过展开丰富的想像，感受到了
《月光曲》的优美；通过有感情的朗读，抒发了自己的情感。
总的来说，这段的教学有两个特点：

这一段是通过皮鞋匠的联想来表现《月光曲》的内容的，那
《月光曲》的旋律、曲调、节奏到底是什么呢？这是需要学
生自己感悟的，任何分析和讲解都会显得空洞。所以，我安
排了充分的时间让学生去反复地读，读完以后，把自己的想
法和小组同学交流、和全班交流。在交流中，学生互相启发，
提高了认识。这一“读”一“说”，使学生的情、作者的情、
教师的情不断地产生碰撞，产生灵感，从而很好地理解了课
文，也学会了合作。最后，在学生理解课文的基础上，指导
学生有感情地朗读课文，采用分层读、赛读、齐读等多种形
式，使学生的情感得到了进一步的升华。

《月光曲》是一首优美的钢琴曲，它所蕴涵的内容很丰富、
很深刻的，这就给学生展开丰富的想像创造了空间。教师及
时抓住了这个契机，在学生理解语言文字的基础上，播放音
乐让学生闭目欣赏《月光曲》，用心去感受。伴随着和谐优
美的曲子，学生很快进入了愉悦其耳目、激动其心灵、开发
其智力的境界。这时，教师又不失时机地让学生说说听了乐
曲后仿佛看到了什么，可谓“一石击起千层浪”，学生情趣
高涨，各抒己见。有的说，看到了调皮的孩子；有的说，看
到了跳舞的小鱼；有的说，看到了涨潮；有的说，看到了出
海的探险家……在这一“想”一“说”的过程中，学生的创
造性思维得到了发展。

月光曲教学设计教学反思篇六

《月光曲》一课是一篇难度较大，感情很难体会的一篇文章。
课文里的曲子所包含的意思没有直接描写出来，而是通过盲
姑娘和皮匠的联想而透露出《月光曲》的含义。要让学生感
悟出《月光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是这篇文章的教学难点。



在这篇课文的教学中重点是渗透一个美字。教学中力求做到
讲究趣味性，在乐中求美，激发情感性，在情中求美，注意
形象性，在赏中求美，启迪思想性在品中求美，使学生的学
习活动体现出来。

反复推敲品味语言美，正确朗读表达声韵美。拓展深入，敢
于创造美。使课堂教学能从不同角度表现“教学活动的
美”“教学内容的美”“教学方式的美”真正让教学成为一
种艺术，通过教学唤起他们的美感，使学生能从语言文治文
字中感悟自然美，社会美提高他们的审美能力丰富学生的感
情世界。

在教学这一篇课时，要注意创设情景氛围，激发情感，可让
学生先听月光曲的片段，让学生谈感受。

兄妹俩为什么如此心潮澎湃？贝多芬此时为什么能创作出月
光曲呢？让学生明白作曲根源与贝多芬同情劳动人民的心情
分不开。在这里盲姑娘如此懂音乐，他们能产生共同的感觉
是找到了知音。贝多芬触景生情创作了《月光曲》。


